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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随着技术的进步、需求的变化和竞争的加剧，商务模式已经日渐成为企业的

关注焦点，商务模式创新也给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本文在介观商务模式的概念框架和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商务模式创新的理论研

究基础上，把商务模式创新视为商务模式的演化过程，从动态角度分析商务模式

的演化规律，进而分析商务模式的创新规律。 

本文在商务模式 NK 模型和广义 NK 模型的基础上，应用粒子群优化算法，

建立基于粒子群优化算法的商务模式演化模型，分析具有不同复杂性的商务模式

的演化特性和规律。对商务模式 NK 模型和广义 NK 模型的分析均表明，商务模

式的适应度在总体上随着商务模式复杂性的增大而增大，同时在复杂性规模相同

情况下，随结构复杂性增加而减少。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参数同时增大时商务模

式适应度值逐渐降低；当二者背向变化时，则结果显示模仿创新参数由大到小，

自主创新参数由小到大的变化规律有利于演化进行。此外惯例参数由大变小的变

化规律优于保持不变或由小变大的情形。 

因此，演化过程中逐步增加商务模式相互作用规模复杂性的同时，应尽可能

均匀分布商务模式组分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商务模式的演化不是追求最好的商务

模式而是追求最适合的商务模式；新进入企业应该遵循先模仿后自主创新的商务

模式创新规律，并且随着商务模式的演化，企业应当逐步的降低企业惯例对创新

的影响作用，使企业不断推陈出新。 

 

关键词：商务模式；粒子群优化算法；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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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s in technology, changes in demand and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the 

business model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enterpris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has been a greater challenge than ever before, and been a necessary 

choice.Based on he concept framework of mesoscopic approach to business model and the 

study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complex system theory, the thesis views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s the evolution of business model, analyzes the rules of 

business model evolu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ynamic evolut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rule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e thesis uses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nd establishes the evolution 

models of business model based on NK model and generalized NK model of business 

model, then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evolution of different complex 

structure of business model.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usiness model fitness increase 

with the complexity of the business model in general, when the complexity of scale is same, 

fitness reduce with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he structure. The fitness of business model 

fall gradually when the parameter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imitation innovation 

incre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parameters of imitation innovation 

grow from large to small while the parameter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grow from small 

to large would be good for evolution. In addition, the parameters of routine changes from 

large to small is better than maintain the same or change from small to large. 

Therefore enterprise should arrange the interaction among components of business 

model at the same time of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he business model scale; the evolution 

of the business model is not pursuing the best business model but the most suitable business 

model; new enterprise should follow the rules tha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must grow up 

from imitative innovation and then innovate by own, and enterprises also have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routine gradually with the evolution of business model, leading enterprise to 

weed through the old to bring forth the new. 

 

Key Words: Business Model;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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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导言 

随着企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化，商务模式创新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关注的焦点。商务

模式创新要求企业不断认识自身和外部环境以调整自己来适应变化，如同生物学中的

物竞天择理论一样，商务模式创新伴随着企业的诞生、兴衰和消亡，是在连续的时间

点上向前发展的演化过程。本章首先介绍商务模式的研究背景以及商务模式创新研究

概述，提出商务模式的演化特性并分析其机理，从而明确商务模式演化研究对于当前

企业管理的实践意义及其理论意义，最后阐述本文研究的方法、思路以及研究的框架。 

 

1.1 商务模式及其创新研究综述 

 

1.1.1 商务模式的概念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务模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著名的管理

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过：“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

业模式之间的竞争。”[1]这里的商业模式在研究中也称为商务模式。一个突发的灵感、

一种创新的商务模式就有可能挖掘出极具潜力的市场，这在互联网时代体现得尤为明

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互联网形成企业的电子商务平台之后，许多年轻的创业

者凭借着一个独特而新颖的商务模式就可以获得巨额风险投资，从而造就了大批的财

富神话，如 Yahoo 网站、Google 搜索引擎等等。可以说，互联网络下的商务模式颠

覆了人们对企业传统经营的理解，而也正是这个时期，商务模式的概念才成为一个时

髦的术语流行于企业界并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人们开始发现商务模式其实并

不只是互联网公司的专利，它存在于任何一个企业组织之中，是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

的运作体系与手段。 

目前关于商务模式的概念在理论界还没有统一的权威解释，总的说来大致可以分

为三类：盈利模式论、价值创造模式论、体系论[2]。由于归纳的角度不同，商务模式

在业界的名称也不尽相同如盈利模式、运营模式、商业模式等。盈利模式论将商务模

式看作是指导企业如何在动态的环境中运作，盈利的机制。Afuah(2003)认为商务模式

是企业为了达到盈利所付出的活动的总和，Magretta(2002)指出商务模式以指导企业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基于粒子群优化算法的商务模式演化研究 

2 

在商务活动中赚钱为基本目的，并强调商务模式的经济逻辑就是如何以合适的成本向

客户提供价值 [3][4]；价值创造模式论则认为商务模式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模式。

Thomas(2001)认为商务模式囊括了企业如何获得客户、如何为客户创造价值等问题，

Afuah 和 Tucci(2001)将商务模式看成是公司的运作秩序，公司根据它来配置资源从而

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价值并形成竞争优势[2][5][6]。体系论强调商务模式的综合性，包括

了相互间存在联系的内部结构和组织与外界要素的关系结构。Thomas(2001)表示商务

模式是从事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所涉及的流程、客户、供应商、渠道、资源和能力的

总体构造；罗珉、曾涛和周思伟(2005)也认为商务模式是一个企业在明确外部假设条

件、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前提下，用于整合组织本身、顾客、供应链伙伴、员工、股东

或利益相关者来获取超额利润的一种战略创新意图和结构体系[2][5][7]。 

从以上关于商务模式的定义中，三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商务模式作为

企业价值创造及其实现方式和途径的内涵。然而我们认为商务模式作为企业商业运作

的目标体系及手段与措施的集合，它必然涉及到了企业在多个管理层面上的系统整合

与协同，因此商务模式研究应从体系论的着眼点上强调商务模式在要素与功能上的整

体性与综合性，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对商务模式进行诠释。 

1.1.2 介观商务模式的提出 

在众多商务模式的相关理论中，翁君奕（2004）提出的介观商务模式的理论框架

和价值分析体系作为商务模式体系论的典型代表，从另一个新颖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剖

析了商务模式。介观(mesoscopic)是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一个层面。商务模式的宏

观分析是根据企业外部的投入和产出环境来确定企业商务模式应有的特性，这种分析

方法并不研究商务模式在企业内部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关系，只考虑环境对

系统的作用以及系统对环境的响应。而商务模式的微观分析则是将企业的商务模式从

专业职能的角度进行细分，如可以将企业分解为组织管理、战略管理、营销管理等各

个具体的职能活动。研究内部各个组成要素及相互间的作用关系，从而由对组成要素

内在规律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把握系统的目的。这样的分析角度在企业管理中已经形成

了相对完善的体系，但是有关内部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机制还不多见[8]。如前所述，

体系论强调商务模式在企业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整体协同性，因而从系统论的观点

来看，采用这种传统的宏、微观分析角度势必在考虑企业具体资源与整个企业系统的

整合协同上形成瓶颈。介观的分析角度则颠覆企业传统的职能划分方法，将企业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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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环境分为客户环境、内部环境、伙伴环境、平台环境、顶板环境等五大经营环境。

同时，考虑企业内外部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企业的各项活动重新归类为客户界面、内部

构造、伙伴界面、平台界面和顶板界面。其中客户界面、内部构造、伙伴界面构成企

业的核心界面，也是企业商务模式的三个组成成分，简称组分。由于各个交互界面都

包含了众多经营活动或要素，因此归纳起来介观商务模式包含了两个层次：( 1 )由客

户界面、内部构造、伙伴界面三个组分构成的第一层次；( 2 )由各个界面下的众多经

营活动或要素构成的第二层次[9]。基于上述的介绍，翁君奕(2004)将介观商务模式定

义为核心界面中三个组分的有意义组合，并将商务模式比作一个“魔方”，它的创新

就在于研究商务模式各组分之间、各要素之间甚至是组分与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和组

合效应，从不同组合的涌现中发现创新点[9]。 

介观商务模式区别于以往的商务模式理论，它明确的定义了商务模式的组成部

分，同时通过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有别于传统职能划分方法的归类，充分考虑到了企

业内、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研究系统内部组分不同组合的效应上来考察商务

模式的整体效应。这样的方法不仅将商务模式的研究从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或其它研究

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分析单元，而且为商务模式的科学定量化研究提供了一个

完整的框架，进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概念和逻辑基础。本文此后将以介观商务模式

理论作为概念基础。 

1.1.3 商务模式的创新研究概述 

    鉴于介观商务模式理论的原创性与独特性，翁君奕等人(2003)还对介观商务模式

创新的概念给予了新的定义与内涵。熊彼特提出的广义技术创新包括了产品创新、工

艺创新、市场创新、供应来源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等五个方面，介观商务模式理论则

对该划分方法重新进行了分类。根据商务模式组分的定义，市场创新、供应来源创新

与组织管理创新分别属于客户界面、伙伴界面与内部构造的创新活动，因而有别于产

品创新、工艺创新这两种与生产技术直接相关的狭义技术创新，其它三种创新属于商

务模式创新的范畴[8]。 

根据商务模式的上述定义，商务模式体现的是组分与要素的有意义组合，因此商

务模式创新就是寻找商务模式组分与要素最佳组合的过程。由于各个界面所涵盖的要

素数量巨大、形态各异且根据管理实际不同，组分与组分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以及

组分与要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可以说，从本身的构成上商务模式组分与要素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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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就反映出了其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复杂特性。徐迪(2005)的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商务

模式创新研究以复杂系统理论为基础，系统的分析了商务模式的复杂系统特性，将商

务模式视为典型的复杂系统，应用 NK 模型和广义 NK 模型方法建立了基于复杂系统

理论的商务模式创新分析框架。通过对商务模式适应度地形的计算机模拟和统计分

析，研究了商务模式性能与商务模式复杂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商务模式的性能与

商务模式的复杂性相关，商务模式创新必须根据其复杂性特点采取不同的创新策略

[8]。该研究开创了商务模式定量化研究的先河，从理论上论证了介观商务模式基本思

想和概念体系的合理性与实践性，进一步充实了商务模式及其创新理论。此外，商务

模式作为企业商业运作的主心骨，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该研究从科学的角

度为企业商务模式的创新和选择提供了依据，有助于企业商务模式创新的核心竞争力

形成。 

 

1.2 商务模式演化及其研究意义 

 

1.2.1 商务模式演化研究的必要性 

徐迪(2005)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商务模式创新研究以复杂系统为视角着重从商务

模式复杂性的角度来考量商务模式规模及结构对其创新策略的影响，从静态上完整的

分析了商务模式不同的复杂结构在创新中的特点与规律。然而，根据介观商务模式理

论对企业经营环境的划分，任何企业都是在平台环境、顶板环境、客户环境、伙伴环

境、和内部环境这五大环境下生存，企业商务模式不可避免地与环境存在互动机制。

徐迪(2005)对商务模式的开放性、动态性、适应性、不确定性等七大复杂适应特性进

行了详尽的分析，其中，商务模式系统的开放性意味着商务模式系统必然无时不刻不

在通过交互界面与各个环境之间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其次，商务模式

系统的动态性表明了在时间的尺度上商务模式是随着各个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

变化可能被动也可能主动；最后，商务模式系统的适应性也强调可将商务模式的每个

组分视为适应性主体(agent)，主体间不仅互相适应，而且各自还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

主动地适应环境。综上所述，当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来考察商务模式创新时，单纯

地研究静态下商务模式复杂结构对创新策略的影响是不够的。商务模式不是孤立的、

固定不变的，其创新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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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商务模式演化的界定 

演化(evolution)又称进化，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10]：演化是指事物由简单到复

杂，由低级到高级逐渐演变、向前发展的过程；演化还可以指哲学意义上的发展，发

展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或增加或减少和或量变或质变。本文研究的商务模式演化是

将商务模式视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来考察其演化的过程。它强调商务模式系统从简单

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规律，重视内部组分之间以及它们与经营环境之间的关

系，以群体企业为研究对象，揭示它们随时间发展变化的统计规律性，寻求其演化过

程的策略与规律，使之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 

1.2.3 商务模式演化的机理分析。 

企业的商务模式的演化是根据其创新行为的惯例(routine)进行创新演化的。惯例

是来自演化理论框架的概念。它的含义如同物理学中的“惯性”，而在进化理论中它

指的是有机体持久不变的特点，并决定有机体可能有的行为。这种特性无论是在生物

界还是在经济系统中都是广泛存在的。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不同的自然人个体总

是存在不同的思维定势。同样的，任何经济系统在任何时候也都在它们的内部建立一

套做事的方式和决定做什么的方式。Nelson 与 Winter(1982)在研究企业行为时应用惯

例来解释企业的实际决策，认为惯例对企业的影响如同基因对生物体的作用一样，企

业的经营行为都可以惯例的方式保存起来，企业因为惯例的存在能够对自身进行有效

控制从而保持相对的稳定性[11]。但是惯例的含义并不意味着它在商务模式的演化中保

持不变，企业往往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创新来搜寻一种在现有环境下能够存活的惯

例，此时，新惯例便成为支配企业下一个决策点行为的另一种方式。可以说，惯例是

可以被遗传和被选择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商务模式的创新演化不是不受约束的去迎合环境变化，它受制

于企业原本的发展路径和方式。商务模式的复杂系统特性决定了创新需要对其复杂的

系统组分与元素进行改进和变革，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试验、调整与学习。调整大多

时候是渐进性的，如果步子跨得太大，就会在很多方面增加不确定性。有时，从一个

轨道跳到另一个轨道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商务模式搜索的

方向受到企业现有积累能力的限制，受到现有产品和工艺等因素的限制。惯例的存在

表明了商务模式创新过程中的有限灵活性，同在技术创新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概念“路

径依赖”一样，今天的选择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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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选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是坏，当前的选择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

依赖。沿着既定的路径，演化过程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

原来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即局部最优解[12]。 

惯例的演化不仅是继承的过程，而且是学习的过程。根据学习的来源不同，可以

归纳为内外两部分：企业对自身过去创新经验的积累总结以及企业对产业群中优秀创

新经验的学习模仿。在组织演化研究中，Anthony 等人(2005)将这两种来源称为：认

知(cognitive)与社会(social) [13]。认知学习事实上可以理解为桑代克(Thorndike)的效果

律。桑代克的效果律认为，行为会与刺激建立起联系。哪一种行为会被“记住”取决

于这种行为产生的效果，即如果一个行为跟随着情景中一个满意的变化，那么在类似

的情景中这个行为再次出现的可能性将增加，但是如果跟随着的是一个不满意的变

化，这个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将降低。该规律反映在商务模式适应度地形图的爬山过程

中，体现为一旦某个创新行为导致商务模式适应度爬上山峰，就将提高今后创新者采

用该行为的可能性。认知学习是一种隐性学习，是依赖于个体的不同体验和洞察力，

它难以在个体间进行高效地，精确地沟通。而社会学习则是一种显性学习，是可以在 

 

 

 

 

 

 

 

 

 

 

 

 

 

 

个体间以一种系统的方式进行精确沟通的学习。通俗的说，在商务模式演化中，企业

图 1-1：商务模式演化过程 

商务模式的创新演化 

创新惯例的演化 

认知 
cognitive 
隐性学习 
自主创新 

社会 
social 

显性学习 
模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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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沟通将自然的形成企业对行业内成功商务模式进行分析与

模仿的学习机制。这种学习方式无论是在商务模式创新还是在企业管理的其他实践环

节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企业个体通过模仿与吸收群体中的优秀经验可以达到比认知学

习更节约更快速的发展目的。此外，商务模式演化过程中认知部分与社会部分之间是

一个相互关联，相互转化的过程。首先，隐性的学习外化为成功的商务模式之后，便

可能成为其他企业的显性学习知识；其次，企业的显性学习外化为成功的商务模式之

后，也可能成为自身企业的隐性学习知识[14]。 

事实上，学习也是一种创新。商务模式的演化是伴随着惯例演化而进行的，根据

这样的观点，创新体现在从旧惯例到新惯例的转变过程之中，在技术创新研究中，创

新一般分为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模仿创新指的是通过模仿而进行的创新活动，自主

创新则是相对于模仿而言的一种创造活动，是指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的核心

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即创新所需的核心技术来源于内部的

技术突破，依靠自身力量、通过独立的研究开发活动而获得的。这里针对商务模式创

新，模仿创新指的是在商务模式演化中创新来源于企业种群中最优个体的经历，对于

当前个体的模仿创新来说，这种创新经历包含了最优个体的自主创新经历。而自主创

新指的是在商务模式演化中创新来源于企业自身的过往经历，其中对于当前的自主创

新来说，这种经历甚至包含了企业对过往模仿创新经历的消化与吸收。因此商务模式

的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同认知学习、社会学习是相对应的，并且同认知学习、社会学

习一样是二者也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转换的过程。 

    综上所述，新的惯例取决于三个因素：对旧惯例的继承、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

商务模式的演化包括了在惯例的指导下为适应环境变化而进行的演化，也包括为了生

存而进行的惯例本身的演化。惯例的演化在企业不断学习、创新中进行，并作用于企

业原有商务模式使之逐步推进。可以说，商务模式演化就是惯例的创新过程，如图 1-1

示，这同 Nelson 与 Winter(1982)的观点相一致，组织中存在明晰的惯例来指导其创新

过程，创新的结果就是创造出新的惯例[11]。 

1.2.3 商务模式演化研究的意义 

( 1 )理论意义 

到目前为止，由于商务模式在理论研究上还未形成权威的统一认识与体系，许多

研究一般都停留在对商务模式进行简单描述或是商务模式的案例研究的层面上，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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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可供深入研究的结构体系。而介观商务模式理论的提出不仅为商务模式的分

析提供了一套方法与框架，同时也为其科学化研究奠定了逻辑基础。目前有关介观商

务模式的仿真研究，主要是停留在对商务模式静态的复杂性结构研究基础之上。虽然

系统全面的分析了不同商务模式结构对创新策略的影响，但是商务模式复杂适应系统

特性决定了单纯研究静态的复杂性结构对商务模式创新的影响是不完整的。从管理实

践角度来说，企业的商务模式总在变化的经营环境中不断改良进化，它的创新实质上

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因而有必要对商务模式演化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提出适用

于这一问题的指导结论。虽然企业商务模式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但有关商务模式演化的定量研究，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仍然没有涉及。 

本文将以粒子群优化算法为基础，结合徐迪(2005)对商务模式的复杂性研究成果，

将商务模式的动态演化性质引入到研究分析框架中来，更进一步研究商务模式演化机

理并通过模型结果的统计分析，考察演化过程中惯例、认知学习与社会学习对演化的

影响，进而总结出分析企业在商务模式创新动态过程中所遵循的一般规律与策略。本

文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是对商务模式创新的补充，丰富了介观商务模式

理论体系，并指出了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2 )现实意义 

在管理实践中，没有一种商务模式可以持久的给企业带来永恒的竞争优势，因此

商务模式的演化创新成为了必要。商务模式创新已经成为继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之后

又一企业相互竞争的焦点。商务模式创新是建立在时间轴上的演化过程。可以说，竞

争不断，创新不断。商务模式对企业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企业商务模式创新演化

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研究介观商务模式演化的规律，对指导企业的商务模式

创新策略至关重要。那么，在商务模式演化过程中，企业如何调整自身的商务模式结

构才能得以创新。而创新中，如何看待既往已有的旧模式，企业又该如何根据企业的

发展现状协调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的力度。本文的研究对上述的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

化的研究与验证工具，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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